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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生李心草醉
酒之后的溺亡案终于等来
了一审判决。9月21日，昆
明 市 盘 龙 区 人 民 法 院 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
告人罗秉乾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这与公众对此案
的预判有一定的落差，但
法治的基础恰恰在于实事
求是。

本 案 的 进 程 一 波 三
折。最初，警方的认定是
醉酒自杀。之后，李心草
母亲的申诉信在网上引发
关注，警方又对罗秉乾以

“强制猥亵侮辱”立案侦
查。在经过了11个月的侦
查、起诉和审理之后，最终
由 法 院 将 刑 事 罪 名 定 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
法院查明，2019年9月

8日，被告人罗秉乾与任某
燊、李心草、李某昊聚会，
在不同地点连续饮酒。在
李心草一般醉酒状况时，
罗秉乾“尽到了一定的照
管、帮助义务”；之后李心
草醉酒状态严重，陆续出
现以头撞桌、用啤酒瓶盖
割腕、跨越江边护栏等举
动，但罗秉乾只是采取劝
说等一般安抚行为，没有
采 取 相 应 的 有 效 救 助 措
施，“为避免麻烦及承担救
助费用，未采纳报警、送医
的合理建议，而采用打耳
光的粗暴方式为李心草醒
酒，致使李心草情绪更加

不稳，最终造成李心草翻
越江边护栏坠江溺亡的危
害后果”。

判决排除了案中存在
强制猥亵等情节，对之前
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同饮男
子“压在李的身上”“抽耳
光”给予定性——是“粗暴
的醒酒方式”。

法 院 审 理 认 定 的 事
实，与公众从“抽耳光”等
视频片断中作出的脑补，
有一定的落差，但司法判
决就应该对事实负责，不
能为了迎合公众而脱离案
件证据。公众有权质疑，
司 法 机 关 也 需 要 积 极 回
应，但回应不是迎合，而是
用严谨的调查、公开的程

序、扎实的证据来证明是
与非以及存在与否。

但是，哪怕本案被证
明不存在性侵情节，此前
公安机关的办案仍然有值
得反思、改善的地方：如何
用严谨的调查取证，体现
对生命的尊重，如何满足
公众的知情权，避免猜测
和质疑。如，起初，警方作
出的李心草系跳河自杀的
结论，有没有严密调查，取
到足够的证据？有没有彻
底排除本案存在性侵、下
药的嫌疑？事实上，是李
心草的母亲、表姐在走访
出租汽车司机、看门人，调
取录像之后，找到了本案
更多的细节、疑点，走到了

公安机关调查的前面，并
将疑点公布到网上之后，
警 方 才 改 变 了 最 初 的 定
性，又以其他罪名对涉案
人采取强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有 16
名民警在此案中被问责处
理，说明警方在办案过程
中的失职。

李心草案从“自杀”到
以强制猥亵立案侦查，再
到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
案，也说明对人命关天的
案件，司法机关要尽心尽
责做全面的调查，以证据
回应公众的关切，不枉不
纵，实事求是，才是法治的
正道。

（相关报道见A11版）

李心草案以“过失致死”定案，实事求是才合乎法治

近日，“副局长和丈夫
打砸营业厅”一事引发舆论
关注。网传视频中，一名女
子摔砸了显示器，另有一名
男子对营业员大吼：“我收
拾你！”

爆料者称，该女子为湖
南省岳阳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吴某，视频中大吼男子
为其丈夫。

9月20日晚，岳阳官方
通报该事件：吴某夫妇向对
方当众道歉，赔偿损坏物
品。当地纪委监委对两人
涉嫌违纪行为介入调查。

从视频来看，现场冲突
虽然没有达到拳脚相向的

地步，但这位副局长摔键
盘、推屏幕，看起来盛气凌
人，着实官威不小。身为公
职人员，还是职能部门的领
导干部，在公共场合更应该
以身作则，如此飞扬跋扈的
撒泼姿态，不是领导干部该
有的行为素养。

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岳阳县政府工
作人员回应称，“吴某副局
长只是普通干部，发泄个人
情绪很正常”。

这一说法不妥。
摔砸显示器、键盘，按

《治安管理处罚法》，涉嫌损
毁公私财物。况且，领导干

部不分等级高低，遵纪守法
都是同等要求。比如《公务
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应
该履行“坚守法治，遵守纪
律，恪守职业道德”的义务。

因此，绝不能因为一个
副局长是普通干部，就宽纵
她的行为底线。事实上，恰
恰是这类“普通”基层干部，
与民众打交道多、接触更频
繁，一举一动更容易上升到
政府形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此次
冲突，责任全在副局长一
方。涉事移动营业厅有无
工作瑕疵，当地正在调查，
如果工作态度存在明显问

题，同样应得到不偏不倚的
处理。

不过，即使工作人员处
理方式有问题，作为副局
长，也该保持理性克制。动
辄怒不可遏地耍豪横、逞官
威，严重有损领导干部形象
不说，还容易激化矛盾，让
冲突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媒
体最初的采访追问，当地政
府人员反问：“你们报道一
个县里这么小的纠纷，有很
大报道价值吗？”

这种应对媒体监督的
思维，不应该。

冲突现场的视频广泛

传播，引发舆情发酵，说明
公众高度关心此事。鉴于
此，地方更应该坦诚接受监
督，以不护短的姿态应对处
理，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自我
辩护减责，尤其要避免矛盾
带来的次生灾害。

好在在最新回应中，当
地及时纠正了最初的回应
态度，表示将依纪依规严肃
处理。

不管怎么说，对每一个
所谓的普通干部，都不能偏
袒娇纵。亮明党纪国法的
底线，才能够让他们的豪横
少一点、官威小一点，让政
府形象得到更好的维护。

普通干部发泄情绪很正常？对“撒泼副局长”不可护短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更
新速度，已经让这则新闻被
李心草案和东方卫视的雪
莲花淹没了。

这个新闻，就是武汉江
夏区一中 14岁男孩跳楼事
件。

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又
上网查看了这个视频，看一
次痛一次。

视频里，男生背靠着
墙，母亲冲过来，不由分说
就是一耳光，紧接着第二个
耳光扇到脸上，然后她单手
掐着孩子的脖子，嘴里数落
着什么。走廊里，有同学在
走动，孩子的身体像蔫了一
样倒在墙上，直到一个老师
模样的人走过来劝说，母亲
才松开手，之后又用手指戳
着孩子的头。在视频的 50
多秒处，母亲和老师离开。
之后，是孩子靠墙一动不动

的 3 分钟。在视频的 3 分
50 多秒处，孩子转身爬上
窗台，跳了下去。据媒体报
道，这是教学楼的5楼。

无 人 知 道 ，这 3 分 钟
里，孩子的世界是怎样崩溃
的。我多么想，让视频回到
3 分钟之前，那时他还是活
生生的，尽管情绪很低落。
我多么希望，当他转身爬上
窗台时，旁边那个吓傻的男
孩，能冲上去拽住他。

但在网络世界里，我很
快由心痛变成了愤怒。因
为有网友这样说——

“热评说伤自尊的，这
孩子这么皮，在教室打牌还
觉 得 委 屈 ？ 不 打 能 长 记
性？我们小时候在全班同
学面前被老师脱了裤子打
屁股是不是都得跳楼？”

我想，世界这么大，总
有一些低端动物，不了解人

类的高级情感。
至于说男孩在教室里

玩牌被叫家长，错的原本就
是他，以此建立起他的过错
与跳楼自杀之间的逻辑链
条，根本不值一驳。

真正应该被拉出来示
众批评，也更具有社会化的
讨论价值的，是不顾孩子脸
面冲过来当众扇孩子耳光
的母亲，以及那些指责孩子
心理脆弱的低等看客。三
十多年来，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只有学校和父母教育孩
子的方式没有多少进步。

在重结果的功利教育
之下，哪有自尊的一席之
地？教育两个字，是“教”还
是“育”含有哪怕一丝暴力
的因素？

父母这个称谓，被赋予
了太多尊贵的含义，但有些
人，真的不配拥有这样的尊

贵，因为他们把父母二字异
化为一种权利秩序。我养
你，供你上学，你凡事就得
听我的。生孩子、养孩子，
乃至教育孩子，不是用爱浇
灌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而是
一种功利化的投资。这种
投资预期，既有低端的养儿
防老，也有看上去高级点的
功成名就，享受教子有方的
虚荣。

世界很大，三教九流，
知识、素养参差不齐，一个
人并不会因为做了父母，其
个人知识和素养就会突然
拔高一层，那么他就不可能
凭空生出更多教育孩子的
能力。

很多父母，只是借由孩
子犯错的机会，把自己的人
生遭际、失败沮丧，积压了
多年的负面情绪，释放到孩
子身上而已。

14 岁，或者上下再数
几年的青春年华，往往被称
为黄金时代。对于健康成
长来说，这当然是，但这个
年龄段往往也是人生中最
危险的时代。自尊心，就是
在这个时候成长、树立起来
的。自尊心很柔弱，禁不住
哪怕一点点暴力的对待。

犯罪学家李玫瑾曾说：
任何一个孩子内心都有自
尊，孩子犯错了，如果你斥
责他，他还会再犯，甚至不
知所措。

成年人可以忍辱负重，
因为有责任在肩，有谋生的
苟且，都很不易。但对孩子
来说，你无法期待他忍辱负
重，因为这会让他心理扭
曲。

鲁迅说救救孩子！哪
里是救救孩子啊，分明是救
救父母！

自尊心很柔弱，禁不起一点点暴力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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